
舞蹈系人才培养方案

一、培养目标

本专业培养德、智、体、美全面发展，适应现代社会需要，具有

较高专业应用能力、扎实的专业基础、全面的舞蹈理论素养和舞蹈

表演及创作复合型舞蹈人才。培养特色突出艺术实践能力和艺术活

动组织能力，使其在文化管理、舞蹈演出、舞蹈教育、新闻媒体、

舞蹈文化艺术推广等行业中从事表演、创作、组织、教学、管理、

研究以及与文化艺术有关的工作能力培养，为学生将来的事业发展

奠定坚实基础。

二、知识、能力、素质要求及就业岗位

（一）知识结构

 通过理论教学，本专业毕业生应具备以下知识：

 1、掌握本专业所必需的大学语文、大学英语、马克思主义哲学原

理、邓小平理论、三个代表概论、毛泽东思想概论、艺术概论、高

职高专心理健康学等基础知识。

2、掌握本专业所必需的基本乐科、中外舞蹈史、舞蹈作品欣赏、

舞蹈解剖学、舞蹈形态学、舞蹈教学法等基础知识。

3、掌握中国古典舞基训、中国古典舞身韵、中国民族民间舞、教

学剧目、现代舞和舞蹈编导的专业基本知识和专业技能。

4、掌握计算机的应用知识。

（二）能力结构



 通过课堂实践、技能训练和实训基地实习，本专业毕业生应具备以

下能力：

 1、了解党和国家的文艺方针、政策和法规。

 2、掌握本专业的基本理论、基础知识。

 3、具备一定的从事本专业的第一线工作职业能力。

 4、掌握一定数量的多种类型的中国古典舞、民族民间舞等经典剧目，

并具备良好的实践运用能力。

 5、具有一定的文化修养、外语能力和计算机软件应用能力。

（三）素质要求

1、具有社会主义和共产主义的理想信念。

2、具有改革开放的意识和强烈的竞争意识。

3、具有良好的行为规范和社会公德以及较强的法制观念。

4、具有良好的职业道德和质量服务意识。

5、具有不断学习、不断创新的进取精神。

6、具有团队协作精神和较强的协调能力及独立工作的能力。

7、具有健康的体魄和良好的心理素质。

（四）就业岗位

 1、中、小学校从事舞蹈教学及社会舞蹈教育岗位。

 2、企、事业单位舞蹈创作、表演等骨干岗位。

 3、舞蹈艺术团体、艺术管理部门、文化部门从事舞蹈教学、创作、

表演等岗位。

三、理论教学体系



 主干课程内容简介及要求：

 1、古代舞蹈史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按时期概括、扼要地讲述，选择几个鼎盛

时期重点讲授。部分乐舞思想进行系统分析，以及课后作业要求学

生不断思考与研究。

 2、现当代舞蹈史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主要让学生掌握中国现当代舞蹈发展历程。

了解中国现当代舞蹈史发展的重要时期、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掌

握中华舞蹈的传播与中外舞蹈的交流。

3、中外舞蹈作品赏析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从作品内容展现舞蹈的形态特征和社会功

能，同时体现出舞蹈的本质，真正认识到“舞蹈是生命情调最直接、

最实质、最强烈、最尖锐、最单纯而又最充足的表现。”艺术舞蹈

具有丰富的内容和较强的形式美感，结构完整、技艺高超，在表现

形态上有独舞、双人舞、三人舞、群舞、组舞、歌舞、舞蹈诗、舞

剧等不同形式。通过作品赏析要求学生具有一定分析作品结构，了

解作品内容，把握作品形式与构思的能力。

 4、西方芭蕾舞蹈史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主要让学生掌握西方芭蕾的发展历程，深

刻认识芭蕾艺术的精神实质和审美特征。了解西方芭蕾发展历史及

其各个流派、代表人物和代表作品。分析作品及各流派的艺术走向。



5、舞蹈形态学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通过对中国及世界各大舞种历史文化形态

的学习、分析、比较、实践。全面系统地了解和掌握舞蹈基础理论

知识，为学生从事舞蹈教学及研究等方面奠定全面有力 的理论基

础及扎实的操作能力。

6、舞蹈解剖学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通过讲授，使学生懂得人体解剖学的基础

知识，熟悉舞蹈动作的主要骨骼、关节结构及功能，熟悉肌肉分布、

熟悉训练方法。要求学生在舞蹈活动中与解剖学知识相结合，为舞

蹈教学、排练、演出、科研活动奠定基础。

7、基本乐科

本课程的主要内容：基本乐科课程是舞蹈专业的专业基础课程。使

学生们理解乐理的知识的同时，对舞蹈音乐具有一定的分析能力，

掌握节奏、曲式分析等内容。提高舞蹈专业水平、专业素质。

四、实践教学体系

（一）课堂实践

     在课堂教学中，开设若干学时实践，使学习的理论知识与实践

紧密结合，加深对课堂教学内容的理解，提高学生的实际能力。开

设实践的有关课程、理论教学时数、实践时数详见教学计划表。

（二）教学实习与课程设计

 1、中国古典舞基础训练

主要培养高职高专舞蹈表演技能型人才。培养学生掌握中国古



典舞表演所需要的软开度，以及动作，舞姿的准确性。在训练中注

意规格、方法必须准确。培养学生掌握单一技巧的规格，方法必须

准确。通过项目训练，使技术动作与连接动作进行搭配，在训练中

注意身法与技法的和谐统一，达到对技术技巧进一步强化的目的。

在训练中注意动势（顺势、反势）的动作规律。使学生具备良好的

肢体表现能力及表演能力。在训练中注意体现不同的动作的性格、

不同情绪、不同音乐的组合。

2、中国古典舞身韵

主要培养高职高专舞蹈表演技能型人才。培养学生掌握中国古

典舞身韵的八大元素，配合八大元素完成支干教材相应的组合，并

体现出身韵中的“精”“气”“神”。

3、中国民族民间舞

主要培养高职高专表演技能型人才，使学生具备身体基本的松

驰与协调能力，把它独有的情态特征、风格特征和优美流畅的动作

特性表现出来。掌握基本动律与体态，体现出组合中声情并茂的审

美要求与豪放、典型的风格特征。掌握风格特点，强调动态中所产

生的不同情绪，情感及音乐的特点。掌握基本动律以及身体与呼吸

的配合，体现出潇洒、飘逸、诙谐的风格特征。掌握脸部及肢体的

表现力和表演力，要明显的区分各民族、各地区民族民 间舞的独

特风格。

4、现代舞

  主要培养高职高专表演技能型人才，使学生具备现代舞的发力方



式，加强对自己身体的认识，对呼吸的掌握，对身体灵活性会有进

一步的提高，自身的舞蹈能力也会有一个飞跃。现代舞善于与地面

的有机结合，喜于身体的无限扩张、收缩和放松、倒地和爬起，从

而形成一种自然唯美、不造作的优美舞姿。这些，都是通过学习过

程学生应该掌握的。

5、舞蹈编导

主要培养高职高专表演技能型人才，使学生具备舞蹈编导应具

备的能力及素养；同时掌握舞蹈编导的技法以及训练要素；要求学

生在实训过程中认知舞蹈编导的技能。掌握舞蹈编导的技法。能独

立完成舞句、舞段、作品的编创。同时在训练中注重提高自身的表

现能力和对舞蹈作品的分析能力。

6、剧目

主要培养高职高专表演技能型人才，不仅要掌握舞蹈基础训练

能力，更要有丰富的表演能力。剧目课就是为了不断培养学生从课

堂走向舞台的能力，在剧目排练中充分提高学生的理解力、想象力

和表现力。要求学生不断积累较为丰富的角色创作的实践经验，充

分释放自己的艺术能量，提高自己的舞蹈表现能力，成为一个能适

应实际需要的舞者。

（三）毕业设计

     在教师的指导下，利用所学的专业知识，从事舞蹈创作和表演，

并撰写毕业论文。

（四）毕业实习

     毕业实习内容，可根据社会实际需要，选择课题，安排学生到



专业对口的企事业进行实习。通过实习，使学生了解舞蹈的发展和

舞蹈的应用状况；熟悉舞蹈的编排、表演等方法。进一步巩固和深

化理论知识，提高分析问题和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参加企事业的

演出活动、编排活动、训练职业技术能力，为毕业后从事舞蹈创作

和表演打下良好的基础。

五、第二课程

 第二课堂是丰富学生知识，开阔学生视野，扩大教学内容，使学生

智力、能力、特点得到充分发展的重要教育形式。本专业的第二课

堂，围绕课堂教学开阔学生知识面，强化技能训练，提高学生的综

合素质。

 第二课堂主要安排以下内容：

 1、书法

 2、声乐

 3、演讲与口才

 4、普通话

 5、英语

六、成绩考核

 对学生的成绩进行考核，是检查教学效果，督促学生复习，评

定学生成绩的重要环节。考核成绩是学生是否准予毕业的依据。所

有开设课程均需进行考核。必修课程的成绩考核由期中考查和期末

考试两部分组成。期中考查按优、良、中、差评定，不记入总分；

期末考试成绩按照百分制计算，平时成绩占 30%，期末考试占



70%，两项合计，为学期考试总成绩。选修课程均为考查课程，成

绩以优、良、中、差评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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